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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口县志编纂委员会文件

江县志字(1998)1号
_●l_-_I_●_●__-●l_●-●_____--I_l______●__---●___--_●●-●●II-___I_l-●___●l-_●__●l_l

关于请求审查批准《江口县水利电力志》报告的

批 复

江口县水利电力局：

江水电字(1998)14号文件和《江口县水利电力志》(送审稿)已收悉。

经研究，1一致认为志稿观点正确，资料翔实，符合志体，语言通顺，行文规

范，可以付印出版。

此复

江口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(章)

报：铜仁地区方志办公室、铜仁地区文化局、铜仁地区水电局江口县政府办公室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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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冢山电站2×1600千瓦机组

江口11 0千伏降压站

都村(防洪)水库均质土坝

．一穿行于悬岩峭壁的过江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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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一

江口县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麓。在这块土地上．溪河纵横，资源较为丰

富。过去，由于封建统治者疏于治水，不兴水利，水资源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利益。

反而危害人民生产和生活。江口人民为了“变水患为水利"，与大自然进行了长期

艰苦卓绝、可歌可泣的英勇抗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江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

级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，按照“依靠群众．民办公助”和“小型为

主．骨干工程为主”的水利建设方针，将国家投资和群众集资投劳结合起来，以自

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潮。四十

余年来，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，全县兴建的各类水利

工程共669处．有效灌溉面积9．2万亩；已建成小水电共63站70台，装机6491千瓦，

并建成了独立运行的输电、供电网络。这些水利、电力建设的喜人成就，为江口县

经济建设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为了总结前人治水抗灾的经验教训．褒扬有志有识之士倡导水利，兴办水

电、为民造福、勇于牺牲的精神．江口县水电局组织编写了《江口县水利电力志》。

该书真实地记载了江口水利、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，科学地总结了水利、电力建

设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。是一份较为系统、客观的史料。

我更衷心地祝愿江口的水利、电力建设事业以史为鉴，兴利除弊，在邓小平

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。开拓进取，乘胜前进，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!

中共江口县委书记江龙华

一九九八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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